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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根植于传统大陆法的物权公示观念，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动产之上非移转占有型担保制度的发

展。在登记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动产物权变动的公

示几乎等同于交付(占有)，动产担保物权也就限定在

了以占有为公示方法的动产质权。19世纪的民法典

编纂过程中，各国自然拒绝承认没有公示技术支撑

的非移转占有型动产担保制度。借助于所有权的强

势效力，交易实践中不断出现以所有权为担保工具

的金融创新产品，其中之一即所有权保留交易。①

在所有权保留交易中，买受人依买卖合同先占

有、使用标的物，但在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特定条件

(通常是价款的部分或全部清偿)成就之前，出卖人仍

然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待条件成就后，再将所有权

转移给买受人。②在这里，出卖人以其保留的所有权

获得充分的保护，买受人在价款未获(足额)清偿的情

况下获得对物的用益，其实质是出卖人以其保留的

所有权为其价款债权或其他权利的实现提供担保，

从而以制度设计的内在合理性为契机，一经运用，即

发挥了巨大的信用供给功能；③为现代大陆法系国家

和英美法系国家所明文规定④。

所有权保留交易在19世纪末期非移转占有型担

保法制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迄今已成为

一种典型的、被广泛采用的所有权担保方式；⑤其制

度演进自然无法与动产担保交易截然分开。对此，

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解决方

案。第一种方案以功能主义为基础。基于出卖人所

保留的所有权在功能上仅具有担保作用的事实，所

有权保留交易被定位于动产担保交易，从而出卖人

所保留的所有权成了动产担保物权的一种形态，除

了赋予其超优先顺位，还对其适用动产担保物权的

一般规则。借助于登记制度的引入，标的物上的权

《民法典》视野下所有权保留交易的法律构成

高圣平

【摘 要】所有权保留交易中，在买受人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之前，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

的行为并不具有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法律意义。在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态度之下，出卖人所保

留的所有权被功能化为担保物权，但也保留了所有权的部分元素。买受人不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时，

出卖人享有标的物的取回权，并可在回赎期后再次出卖标的物，就变价款优先受偿。在出现所有权保留和其

他权利相竞存的情形之下，以登记(取得对抗效力)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判断彼此之间的优先顺位；在基于所有权

保留买卖合同交付标的物后10日内，所有权保留办理登记的，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权优先于标的物上

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留置权人除外。

【关 键 词】所有权保留；所有权担保；取回权；登记对抗；超优先顺位

【作者简介】高圣平，男，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法学博士(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中州学刊》（郑州）,2020.6.46～54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大项目“民法典担保

法的解释与适用”(20XNL003)。

·· 4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0.10 民商法学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利负担得以为第三人所知悉，避开了关于权利隐蔽

性的诘难。第二种方案坚持交易的形式主义，当事

人对交易安排的表象是出卖人保留标的物的所有

权，仅移转标的物的占有至买受人。⑥由此形成了所

有权保留交易与动产担保交易不同的特质：其一，在

债务人违约时，出卖人可主张所有权的物上追及效

力，而买受人有权就标的物超过价款的部分主张返

还；其二，所有权保留不具有从属性；其三，呈现出双

重所有权结构，原则上当事人双方对财产享有的利

益均可单独转让，从而形成附条件的所有权；其四，

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在破产程序中的效力依赖于

条件(或者衡平法上的期待权)是否成就，并在破产宣

告时取得对抗破产债务人的效力。但基于动产交付

公示法理，合法取得动产占有的善意买受人保护规

则在大陆法系国家得到广泛承认，出卖人所享有的

动产所有权的效力也就大大弱化了。⑦

随着社会变迁，金融担保实践发展出各种新的

动产担保交易形态，所有权担保方式也不再局限于

所有权保留。这些动产担保交易模式规则各异，极

易造成权利冲突。为了减少信贷成本，需要建构一

套同等适用于金融机构和其他贷款人、制造商和供

应商以及国内外信用提供者的高效的动产担保交易

制度。⑧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和世界银行集团等国际组织建议，各国在动产担

保法制改革中应采行交易类型化的功能主义立法方

法：不管交易的形式如何，只要在市场上发挥相同的

担保功能，就应适用相同的法律。⑨

我国法上对所有权保留交易原规定于《合同法》

第134条，置重于交易的形式，出卖人的权利实现依

其保留的所有权得到强势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4-37条就所有权保

留制度作了更具操作性的解释和规定，就出卖人基

于其所有权行使标的物取回权作了一定限制，同时

规定了出卖人取回标的物之后的清算义务，在一定

程度上平衡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⑩

在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若直接采行功能

主义的立法方法，将遇到无法克服的体系障碍。在

物权体系之下，担保物权作为在他人之物上的权利

负担，被赋予定限物权的性质；所有权作为自物权，

也就不能定位于担保物权。如此，在所有权保留交

易中，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虽然在功能上起着担

保价款清偿的作用，但因无法定性为担保物权而无

法融入《民法典》物权编担保物权体系之中。而统一

动产担保的交易规则，减少因交易模式各异而衍生

的权利冲突问题又刻不容缓。最终，《民法典》采取

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方法。所有权

保留交易以买卖标的物为表现形式，规定于合同编

买卖合同章，并未被重构为担保物权。但为克服出

卖人权利的隐蔽性，规定“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

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同时，《民

法典》第388条规定：“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

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这里明确了所有

权保留交易的担保功能。这一制度革新究竟会带

来解释论上的哪些变化，不无检讨的必要。

二、《民法典》上所有权保留交易的制度内容

所有权保留交易是伴随着信用经济的兴起而产

生和发展的一项非典型担保制度。《民法典》第641条
第1款明文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

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

有权属于出卖人。”所有权保留交易制度据此得以确

立。结合《民法典》第 641-643条以及《买卖合同司

法解释》的规定，大致可以看出我国所有权保留交易

制度的基本内容。

第一，虽然《民法典》并没有将所有权保留交易

的客体限定为动产，但依《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34
条的规定，所有权保留交易不能以不动产为标的

物。其主要理由在于，我国法上既定的不动产物权

变动模式已经较好地平衡了出卖人和买受人的利

益，无须借助于所有权保留交易。在价款未足额清

偿之前，不办理所有权的转移登记，出卖人仍享有所

有权；买受人可以借助于预告登记来保护其取得所

有权的期待利益。同时，出卖人也可以在移转不动

产所有权给买受人时在其上设定抵押权，足以达到

所有权保留制度的效果。此外，所有权保留交易通

常经由当事人合意而达成所有权移转的时间，而不

动产所有权的移转尚需借由登记产生效力，若允许

在登记之外另行约定所有权移转的时间，将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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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

第二，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出卖人对标的物所有权的取得，

并不依赖于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而

是基于其他法律事实。这与动产抵押权依当事人之

间抵押合同的生效而设立截然不同。但出卖人所保

留的所有权被功能化为担保物权之后，采行与动产

抵押权相同的物权变动模式——登记对抗主义。由

此即说明，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已经不是《民法

典》物权编所有权分编中的“所有权”，并不具有所有

权分编规定的所有权的完整权能。相反，出卖人所

保留的所有权仅具有担保功能，其权利内容同于担

保物权，即就标的物变价并优先受偿。如此，出卖人

所保留的所有权在性质上属于担保物权，即使未经

登记，也可对抗无担保债权人。未经登记的所有权，

不得对抗善意的受让人、租赁权人，不得对抗其他担

保权人、查封或扣押债权人、参与分配债权人、破产

债权人或破产管理人。所有权保留登记与不动产

登记迥异，将在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中

展开，该登记系统采行人的编成主义，以声明登记制

为基础，登记和查询均在线上自主完成。如此，所

有权保留登记就以买受人(债务人)为标准，登记标的

物上的权利负担。

第三，买受人在清偿全部价款或完成其他特定

条件之前，享有占有、使用标的物并从中获益的权

利；买受人在清偿全部价款或完成其他特定条件之

后，即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在买受人未按照约

定支付价款且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未

按照约定完成特定条件以及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

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的情形之下，出卖人可基于所

有权向买受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第642条第1款)。出

卖人取回标的物的目的在于保全价款债权，而不在

于对标的物的使用、收益。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后，买

受人在回赎期限内消除出卖人取回标的物的事由

的，可以请求回赎标的物。买受人在回赎期限内没

有回赎标的物，出卖人可以以合理价格将标的物出

卖给第三人，出卖所得价款扣除买受人未支付的价

款以及必要费用后仍有剩余的，应当返还买受人；不

足部分由买受人清偿(第 643条)。出卖人可以与买

受人协商取回标的物；协商不成的，可以参照适用担

保物权的实现程序(第 642条第 2款)。在解释上，出

卖人不能自力取回标的物的，还可借助于法院的强

制执行程序而取回，取回之后可以自行变价，也可以

直接申请法院启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特别程序，拍

卖、变卖标的物并以变价款优先受偿。在救济程序

上，也不排除出卖人申请启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并

基于胜诉裁判申请强制执行。学界对于出卖人行使

取回权是否以解除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为前提，争

议较大。从《民法典》第643条关于买受人回赎权的

规定来看，出卖人行使取回权并不以解除合同为前

提，反而是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并未解除的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36条第

1款规定：“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百分之

七十五以上，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其理由在于，在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价

款达到价款总额的 75％时，出卖人的利益已在较大

程度上得以实现。此际，若允许出卖人取回再变价，

加以买受人回赎，程序比较复杂、运行成本相对较

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买受人的期待利益。笔者认

为，《民法典》在植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关于出卖

人取回权及其相关规则时，对出卖人取回权的限制

并未采行这一除外规则。在解释论上有两个备选方

案：其一，《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6条第1款仍有适

用余地。此时虽然出卖人不得行使取回权，但其就

未受清偿的价款仍可参照担保物权实现程序的规

定，对标的物进行变价并优先受偿。其二，《买卖合

同司法解释》第36条第1款并无适用余地。此际，出

卖人仍得行使取回权。若出卖人已经取回标的物，

应允许买受人回赎，买受人未回赎的，出卖人应就标

的物进行变价，并就变价款优先受偿；若出卖人未能

取回标的物，其可基于胜诉裁判或许可裁定，对标的

物进行变价，并就变价款优先受偿。如此看来，两者

之间并无实质差异。实践中，未经买受人积极配合，

出卖人尚难以取回标的物，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更加

轻微。

三、所有权保留交易的形式主义

在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之

下，所有权保留交易中的当事人存在出卖人保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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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的表象，讨论出卖人的所有权自何时移转给买

受人仍具有意义。在动产抵押交易中，主债务因清

偿或其他原因消灭后，标的物上的动产抵押权消灭，

抵押人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回复至圆满状态。但在所

有权保留交易中，买受人清偿全部价款或成就其他

特定条件后，标的物的所有权自出卖人移转给买受

人。如此看来，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尽管已经功

能化为担保物权，但在解释上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动

产抵押权。

关于出卖人保留之所有权的性质，从所有权移

转的角度观察，学界有以下两种观点。其一，附生效

条件移转说，主张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是一种附

生效条件的所有权移转，标的物虽已先移转给买受

人占有、使用，但其所有权是否移转或消灭，取决于

当事人约定的条件成就与否。第二，部分所有权移

转说，主张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的同时，所

有权的一部随之移转给买受人，由此形成出卖人与

买受人共有一物的所有权形态，这种部分性的所有

权随着各期价款的给付逐渐移转给买受人。日本学

者更是以“削梨”的比喻来生动形象地解释这一理

论，认为所有权犹如削梨一般，随价款的支付而逐渐

由出卖人一方移转给买受人一方。上述分析在一

定程度上、一定限度内具有合理性。其中，以附生效

条件移转说为通说，部分所有权移转说因与所有权

的整体性有违而成少数说。

《民法典》第 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

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这里的“法律另有规定”主要是指：其一，《民法

典》第 226条、第 227条以及第 228条规定的简易交

付、指示交付以及占有改定等三种替代交付方式；其

二，《民法典》物权编第二章第三节“其他规定”中非

基于法律行为所引起的物权变动规则；其三，《民法

典》物权编担保物权分编中关于动产抵押权和留置

权的规定。基于此，学界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

224条排除了当事人就物权变动的时点作出相反约

定。在所有权保留交易中，标的物的所有权自买受

人履行支付价款或其他义务时发生转移，这恰恰就

是当事人就物权变动的时点另有约定。《民法典》第

224条的规定似乎排除了所有权保留制度存在的可

能性。

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民法典》第224条的

立法原意是防止当事人任意约定动产物权变动的公

示方式，“在发生物权变动时，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

随意免除交付的义务，也不能擅自约定交付的方式

和交付的效力”。但在所有权保留交易中，当事人

之间并非约定了特殊的物权变动效力或改变了动产

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而仅在《民法典》第 224条之

下，对动产物权变动生效的时间作了特别约定。这

种约定已为《民法典》第641条所允许。如此，《民法

典》第641条构成第224条中“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的情形，并不能据此认为所有权保留制度已无适用

空间。

《民法典》主要采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

式，所有权保留交易双方就所有权移转所附生效条

件仅仅影响物权变动，对双方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并

不产生影响。从所有权保留交易当事人“交付”行

为的真实意图出发，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生效之

时，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并非《民法典》第

224条规定的移转标的物所有权意义上的“交付”，并

不导致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基于买卖合同向买受

人进行的标的物的现实交付，并非是在履行转移标

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而是服务于买受人对于标的物

直接占有、提前使用的需要。标的物所有权在双方

当事人约定的特定条件满足时，方发生转移。”由此

看来，买受人在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时，即依

简易交付规则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法上，依功能主义的观

念，抵押权人或出卖人均有取回权且可自力取回，在

自力取回不能的情形之下，可以公力取回并自行变

价。但在我国《民法典》之下，动产抵押权的实现排

除自力救济，在其可得实现之时，仅得就抵押物进行

变价并优先受偿。此际，抵押权人自力或公力取回

并自行变价，自无适用空间。《民法典》仅在所有权保

留和融资租赁这两种所有权担保交易中，允许出卖

人、出租人行使取回权。由此，可以认为，在所有权

保留交易中，出卖人行使取回权的权利基础仍然是

形式意义上的所有权。也即，出卖人行使取回权是

基于所有权人的地位而重新恢复其对标的物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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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回权在性质上属于物上请求权。

四、所有权保留交易的功能主义

(一)所有权保留交易的担保权构造

在比较法上，就所有权保留交易采取的权利构

造模式不同，出卖人享有的权利内容也存在较大的

差异。在所有权构造之下，出卖人作为所有权人的

地位得到极大的尊重，即使在买受人被强制执行或

陷入破产清算程序等极端的情形下，也是如此。出

卖人自可以其所有权对抗就标的物对买受人的强制

执行，在买受人破产清算程序中，出卖人可基于其所

有权行使破产取回权。在担保权构造之下，出卖人

仅得主张对标的物进行变价，并以变价款优先受

偿。在允许自力救济的国家，出卖人可以取回买受

人占有的标的物，自行变价并优先受偿，将超过未受

清偿的价款及其从债务的部分返还买受人。买受人

违约时的取回机制，是自力救济最为清晰的表达。

从《民法典》买卖合同章中所有权保留交易规则

的内容来看，明显采取了担保权构造。其一，第 641
条第2款采行登记对抗主义，与所有权构造之下的动

产物权变动模式迥异；其二，第 642条第 2款采纳担

保物权的实现程序，改变了所有权构造之下的所有

权保护方式；其三，第643条第2款纳入清算法理，也

与所有权构造之下的物上请求权不同。

关于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性质，从债的担保角

度观察，学界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特殊质押关系

说，主张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在性质上与质权相

同，买受人因标的物的交付而取得所有权，出卖人所

取得的是不占有标的物且附有流质契约的质权，并

以此担保未获清偿的价款债权。第二，担保物权

说，主张出卖人以延迟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为手段，

担保其全部价款的清偿，此时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

权就成为其实现价款债权的担保物权。所有权保

留实质上是担保物权的保留，而担保物权是设定在

标的物上以担保价款或义务履行的权益。出卖人保

留标的物的所有权，就是在其出卖的标的物上设定

担保物权。第三，担保性财产托管说，认为所有权

保留实质上是一种担保性财产托管的适用方式，此

时出卖人只享有在一定条件下请求买受人返还标的

物的权利，标的物所有权的其他权能由买受人行

使。上述学说中，以担保物权说为通说。它从所有

权保留制度的目的出发，在承认出卖人享有所有权

的基础上，认为所有权保留是担保价款债权清偿的

担保手段，并以标的物本身作为担保物，当买受人违

约时，出卖人可以凭借所保留的所有权行使取回权，

并可再行变卖，从变卖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以实现

担保目的。

与典型担保物权制度相比，所有权保留不是在

他人之物上为债权人的权利实现所提供的担保，而

是在自己之物上为自己权利的实现所提供的担保。

因此，与典型担保的定限物权之构成不同的是，所有

权保留是权利本身移转之构成。出卖人(债权人)享
有标的物的所有权，超过了为担保目的所应取得的

权利，此即所谓“手段超过目的”。于是，也有观点认

为，以所有权作担保时至少要受到一些限制。

《民法典》第 388条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一矛

盾。该条将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纳入担保合同的范

畴，明显采纳了上述担保物权说，为担保物权相关规

则的类推适用提供了解释前提。动产担保交易的经

典交易原型是存在两个合同——主合同与产生动产

抵押权的动产抵押合同，且两者之间存在主从关

系。但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仅是一个合同，并非存

在主从关系的两个合同，这是否意味着《民法典》第

388条第 1款中插入“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

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的表述不够妥当?
在解释上，“担保合同从属于主债权债务合同”与“担

保物权从属于主债权”，两者应属同义，但后者更为

严谨。因此，《民法典》中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

务合同的从合同”，也就表明担保物权从属于主债

权。就所有权保留交易而言，出卖人的价款债权是

主债权，而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已被功能化为担

保物权，标的物的所有权从属于价款债权。出卖人

对标的物所有权的范围和强度，就不得超过价款债

权。如此，所谓“手段超过目的”即被克服。

(二)竞存权利之间优先顺位规则的准用

所有权保留交易的标的物之上出现权利竞存的

情形不在少数。例如，就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标的

物，出卖人或买受人为第三人设定抵押权，由此出现

所有权保留与抵押权的竞存；买受人将标的物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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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维修，由此出现所有权保留与留置权的竞存；等

等。对此，《民法典》中并未明确规定相应的优先顺

位规则。

第一，所有权保留与出卖人为第三人设定的抵

押权竞存的情形。《民法典》第414条第2款规定：“其

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适用前款规

定。”仅就本款的文义而言，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

虽然具有担保功能且被赋予登记能力，但并不属于

《民法典》上的担保物权，能否准用第414条第1款的

规定存在疑问。但是，结合《民法典》第403条中动产

抵押权登记对抗规则以及第 641条第 2款中所有权

保留的登记对抗规则，可知《民法典》已将所有权保

留交易与动产抵押交易在设立、公示规则上作了统

一，即“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从而为动

产担保交易其他规则的一体化提供了解释前提。

根据《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的规定，担保物权已经

被功能化，凡是具有担保功能的物权形态，均可定性

为功能化的担保物权。如此，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

权即属功能化的担保物权，并据此进入第414条第2
款的涵摄范围，《民法典》第414条第1款中权利竞存

时的优先顺位规则就有了准用空间。由此，出卖人

所保留的所有权与其为第三人设定的抵押权，均已

登记的，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已经登

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均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

清偿。这一规则改变了所有权基于其绝对性而优于

抵押权的结论。若出卖人保留所有权在先，所有权

的绝对性决定了它足以对抗所有第三人；第三人的

抵押权设定在后，即使已经登记，也只能对抗在其后

设定的具有对抗力的物权。为何在先的未登记所有

权保留要劣后于其后设立但已登记的抵押权?这只

能从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的性质去寻找答案。正

如前述，所有权保留交易中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

仅具有担保作用，在解释上自然不能赋予其完全的

所有权权能和效力。所有权保留交易是以合同对物

权所做的安排，占有标的物本身缺乏公示性，所有权

保留约定在效力范围上也就仅具有相对的法律效

力，出卖人并不能以其保留的所有权对抗第三人，除

非经由登记。

在准用《民法典》第 414条第 1款之时，根据《民

法典》第641条第2款“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的规定，是否意味着即使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

也可对抗恶意第三人(动产抵押权人)，亦即，在先的

所有权保留优先于其后设立但先予登记的恶意抵押

权人?对此，有学者表示认同。动产担保权的本质

在于优先效力和对第三人的排他效力，依据《民法

典》的规定，没有登记的所有权保留仍然具有优先效

力和排他效力，只不过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已。

依反面解释，所有权保留虽未登记，但对于恶意第三

人已经具备物权的全部效力，包括优先效力与排他

效力。因此，“在已成立但尚未登记的担保权人与其

后的他人权利冲突时，一律以该第三人是否善意为

标准，确定其与该第三人之间的优先保护顺序。若

该第三人是善意的，则由于其权利不能对抗该第三

人，故第三人之权利应当优先；相反，若该第三人在

取得其权利时是恶意的，则无论该第三人是否实施

了登记等行为，在先之担保权人都可以对抗他”。

这一观点在结合《民法典》第641条第2款和第414条
进行体系解释时，将无法自圆其说。第414条在确定

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时，不考虑后设立动产担

保权的权利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以此增加交易的确

定性。在解释上，第 414条构成第 641条第 2款的特

别规定，自应优先适用。由此可见，在确定所有权

保留和其他权利相竞存时的优先顺位时，不考虑权

利人的善意或恶意问题。

第二，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为第三

人设定的抵押权竞存的情形。对此，存在两种不同

的解释路径。

若认为买受人并无在法律上处分标的物的权

利，则第三人是否可依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抵押

权，就成了考量权利竞存时优先顺位的前置性问

题。只有在认定第三人的抵押权已有效设立的情况

下，才有进一步讨论所有权保留和抵押权竞存时优

先顺位的必要。在所有权保留交易中，标的物由买

受人直接占有，虽然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但

买受人占有标的物的事实却不能向交易第三人公示

出卖人才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这种权利的外观表

象与标的物的实际权属状态不符，极易诱发当事人

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冲突，也给第三人善意取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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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提供了前提。

《民法典》第 311条第 3款规定：“当事人善意取

得其他物权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这里的“其他

物权”自当包括动产抵押权。该条第1款规定的要件

包括“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以

合理的价格转让”，“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

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

付给受让人”。既属“参照适用”，即表明这些要件不

能完全适用于动产抵押权的善意取得。其一，抵押

权人在设定抵押权时不知道买受人无权处分。在所

有权保留买卖中，买受人在履行支付价款或其他义

务之前，仅得占有、使用标的物，并可从中取得收益，

但并无处分标的物的权利。至此，买受人为第三人

设定抵押权构成无权处分。其二，在所有权保留未

予登记的情形之下，就普通动产而言，第三人只能根

据其占有事实来判断其归属，占有的移转即推定为

适法权利的移转。抵押权人接受买受人提供的其并

不享有处分权的标的物设定抵押权时，仅能依标的

物的占有而推断买受人是否有处分权。只要抵押权

人不知道买受人没有处分权，其善意均可得确认。

其三，抵押权人无须为设定抵押支付“合理的价格”，

担保本身的无偿性决定了抵押权与所有权的善意

取得要件在这一点上的不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是基于有偿转让的所有权的善意取得要件，但无法

适用于以无偿为特征的抵押权设定。在解释上，抵

押物的价值与被担保的主债权之间没有对当关系，

基于当事人的约定，抵押物的价值可以高于被担保

的主债权，也可以低于被担保的主债权。因此，不宜

以抵押物的价值与被担保的主债权之间的关系，来

认定是否“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其四，关于动产抵

押权的善意取得是否以登记为要件，依第311条第1
款第3项的文义，只有“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才需登

记，但就动产抵押权的设定而言，《民法典》上采取登

记对抗主义，并未规定“应当登记”。依该项后段“不

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不登记就得交付，

但动产抵押权又不能交付标的物，故仅剩登记一途。

在动产抵押权已经被善意取得的情形之下，由

于所有权保留未予登记，准用《民法典》第414条第1
款第 2项，动产抵押权优先。若所有权保留已经登

记，则第三人无法善意取得动产抵押权，两者之间并

不发生竞存关系。

在解释论上还可以认为，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

权仅为功能化的担保物权，买受人已经取得标的物

上有担保物权负担的所有权，买受人为第三人设定

的抵押权也就不属于无权处分。此时，准用《民法

典》第414条第1款，依各权利取得对抗效力的时间，

判断彼此的优先顺位。这一解释路径符合功能主义

之下所有权保留交易的基本法观念。笔者更倾向于

这一解释论。

在解释上，未登记的所有权保留虽然没有对抗

善意第三人的效力，但其物权性并不缺失，具体表现

在三个方面。其一，未登记的所有权保留可以对抗

无担保债权人，自可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人而受偿；

若未登记的所有权保留仅具有债权效力，则所有债

权人之间清偿顺序平等，不存在未登记的所有权保

留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人的问题。其二，未登记的所

有权保留可以对抗恶意的买受人，后者不得主张不

受所有权保留约束的所有权；若未登记的所有权保

留仅具有债权效力，则买受人的恶意并不能成为其

取得无所有权保留负担的所有权的理由。其三，未

登记的所有权保留还可以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

若未登记的所有权保留仅具有债权效力，则出卖人

将丧失对标的物的优先受偿权利，不得主张就该标

的物进行优先受偿。但无论如何，未登记的所有权

保留所具有的对抗效力，并不能与已登记的动产抵

押权相抗衡，即使该登记权利人设立权利时的主观

状态为恶意。换言之，在确定同一标的物上竞存的

动产担保权之间的优先顺位时，如果还需考虑后设

立动产担保权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一是增加当事人

举证和法院查证的困难，二是危及优先顺位规则的

确定性。动产担保权之间的优先顺位规则以简明性

和确定性为其法律政策选择目标。客观化的判断标

准(如登记或交付的时间)更有利于担保权人以较低

的成本和较高的确定性明确其自身的顺位。

第三，对于所有权保留与留置权竞存的情形，在

所有权保留交易被功能化之后，出卖人所保留的所

有权与动产抵押权相类似，自可类推适用《民法典》

第456条的规定，“同一动产上已经设立抵押权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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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

(三)购买价金超优先顺位规则的类推适用

《民法典》第 416条规定：“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

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

登记的，该抵押权人优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

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权人除外。”此即购买价金

担保权超优先顺位规则，其立法意旨在于，针对交易

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借款人借款购买货物，同时将该

货物抵押给贷款人作为价款的担保的情形，赋予该

抵押权优先效力，以保护融资人的权利，促进融资；

其正当性在于，在承认未来财产之上的动产抵押权

依登记时间而确定其优先顺位的情形之下，为防止

所有的新增财产自动“流入”已设定的动产抵押权，

促进为债务人购置新的动产提供新的信贷支持，拓

宽再融资渠道，有必要承认购买价金担保权的超优

先顺位。仅就该条所处的体系位置而言，这一超优

先顺位规则似乎仅适用于为购置新的动产提供贷款

的债权人对标的物享有的抵押权。

在将所有权保留交易功能化为动产担保交易之

后，出卖人作为权利人的法律地位由所有权人沦为

担保物权人，其本由所有权所确立的强势地位大为

降低。在比较法上，出卖人或债权人依购买价金融

资交易而对标的物取得的动产担保权，并不以动产

抵押权为限，所有权保留交易和融资租赁交易中的

所有权亦属之。所有权保留交易中，若买受人在履

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之前，出卖人保留对标的

物的所有权，出卖人为买受人购置该标的物提供了

信用支持，此时，出卖人的权利同样有特殊保护的必

要，同样具有超优先顺位。这一解释方案赋予所有

购买价金融资提供人以同样的法律地位，尽可能同

等对待所有为购买价金提供融资的交易，与统一动

产担保交易规则的政策目标相契合。如此，所有权

保留交易自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416条的规定。

在基于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交付标的物后10日内，

所有权保留办理登记的，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

有权优先于标的物上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留

置权人除外。此际，出卖人基于功能化的担保物权

所受保护，已与基于形式意义的所有权大致相当。

如此，就实现了改行登记对抗主义之后出卖人依传

统的所有权保留交易本应得到的相同保护，降低了

所有权保留交易的制度变迁成本。在解释上，所有

权保留未在标的物交付后10日内办理登记的，即不

具有超优先顺位，但仍适用优先顺位的一般规则

(《民法典》第 414条)解决其与相竞存权利之间的冲

突问题。

五、结语

所有权保留是以所有权为担保工具的交易形

态，与融资租赁、让与担保等共同构成所谓的“所有

权担保”(title finance)。在我国《民法典》颁布之前，基

于物权法定主义的制度体系维系了所有权本身内容

和效力的完整性，却忽略了所有权在这几类交易中

的真正经济目的，尚未矫正“手段超过目的”所导致

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失衡。《民法典》的新增条款认可

了此类交易中所有权的担保功能，并从动产担保交

易制度的体系化上回答了如何处理所有权保留中的

权利冲突问题，也为以往交易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提

供了解释前提。但《民法典》在采行功能化的担保物

权观念的同时，仍然坚持交易类型化上的形式主

义。所有权保留交易既属买卖合同的一个亚类型，

在《民法典》合同编典型合同分编中明确当事人之间

的债权债务关系；所有权保留交易也属功能化的动

产担保交易的一种形态，在《民法典》物权编担保物

权分编中赋予其担保作用的规范意义。《民法典》的

这一立法态度无疑增加了相关规则解释上的困难。

所有权保留交易的主要重点，并不在于其为买卖合

同，而在于其担保权构造。《民法典》中所有权保留

交易的这一制度变迁是否达到立法目的，还有待实

践的进一步检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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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已久，在罗马法上即有踪迹，德国普通法也予以承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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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Constitution of Ownership Reservation Trans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ivil Code

Gao Shengping
Abstract：In the transaction of ownership reservation, the seller's act of delivering the subject to the buyer be⁃

fore the buyer performs the payment or other obligations does not have the legal significance of transferring the owner⁃
ship of the subject. Under the legislative attitude of combining formalism and functionalism, the ownership retained by
the seller is functionalized into security interest, but some elements of ownership are also retained. If the buyer fails to
pay the price or perform other obligations, the selle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take back the subject matter, and may sell
the subject matter again after the redemption period, and shall have the priority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price change.
In the case of ownership reservation competing with other rights, the priority of each other shall b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time sequence of registration(obtaining antagonism effect). If the ownership reservation is registered within 10
days after the delivery of the subject matter based on the ownership reservation sales contract, the seller's ownership
of the subject matter retained shall have priority over other security interest holders on the subject matter, except for
the lien holder.

Key words：ownership reservation; ownership guarantee; recall right;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super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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